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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
不断升级，国内外舆论对白宫的谴责一直不断，但也有
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网上流布。一种是把责任归咎
于中国，说是“中国在战略上‘过分自信和高调’，招致了
美国的组合拳”；一种是批评中国不该反击，说是“及早
妥协让步，贸易战就不会愈演愈烈”。言下之意，只要中
国服软，美国就会“高抬贵手”，中美“贸易战”也就不会
打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贸易战这件事，即便从中美关系的逻辑考量，也

是需要有一些“历史视野”的。
当年，面对实力强大、意识形态相异的苏联，美国发

动“冷战”，“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
量”，对苏联进行全方位打压和遏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
的重要外因，美国自诩赢得了“历史的终结”。上世纪80
年代，迅速崛起的日本，很快成为美国的“心病”。尽管
那时的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社会制度也由美国设计，
美国依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颁布“自愿出口限制”项
目，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最终让日本陷入

“失落的二十年”。
可见对华贸易战，绝非一些人“高调招敌”“意识形

态”导致“中美关系紧张”所能解释的。设置对手一直是
美国为确保自身强势的战略惯性——自 1894 年美国
GDP世界第一以来，在它的“战略词典”里，哪个国家的
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威胁到美国地位，哪个国家就
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

有人曾总结，在美国国际交往逻辑里，存在一个
“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
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
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住
对手的成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还是现在的中
国，概莫能外。

无论中国怎么做，在美国看来，今天中国的发展已
经“危及到了美国第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60%，是日本、德国、英国的
GDP之和，还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世界最大外汇
储备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成果进入
井喷期，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工业能力，创新科技水平
正快速追赶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对
世界其他国家也充满吸引力……自鸦片战争以后，经过
100多年努力，中国重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我们
观察中美贸易摩擦必须清楚的基础性事实。如此大的
体量、如此重的分量，不是“低调”就能隐藏的，就像一头
大象不可能隐身于小树之后。

尽管中共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是世界最大发
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也一再重申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但以美国一以贯之的逻辑，已经成为第
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全球霸权地位
的最大挑战者。更何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力
均远大于历史上的苏联与日本”，成了美国的一个“前
所未有的对手”。对于这样的“对手”，美国必然会采取
两种手段，一是以对手来激励自己，争取民众对“美国再
次强大”的政治支持；二是在各个层面遏制对手的超越。

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曾毫不掩饰地说：
“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
一个将成为霸主，而如果我们陷入其中，霸主将是他
们。”班农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中美经济博弈格局及其未
来发展前途的判断，以及美国政府为改变这一历史趋势
所做的历史选择。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中
国当前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一切挑衅和压力，都是美国
统治阶层一直遵循的逻辑使然。

可以说，正是这种将霸权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
观念，导致了白宫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错误判断、对中
国和平发展的错误判断。许多人都关注到，早在去年12
月，白宫发布的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将中国
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是挑战美国实力、影响力
和利益，意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修正主义国家”。

再往前看，这种视渐渐强大的中国为“对手”的思
维，也并非这届美国政府所独有。

美国一直对中国采取接触+遏制的政策，主要目标
是促使中国按照美国设想的路径发展。中国的发展只
要“超出”或“偏离”美国的设想，遏制的成分就会多一

些，中国就更有“资格”成为美国的对手。这一点由于中
国近年发展不断加速而变得更加突出。

2000年，小布什在竞选时就明确提出“中国不是美
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并在其任期内对
华实行“遏制性接触战略”。2009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
马更是宣布“重返亚洲”和实施“亚洲再平衡”计划，目标
对准的正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后来奥巴马又不止一次强
调，“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回顾中美经贸磋商过程，美国政府言行不一、摇摆
不定、出尔反尔，但其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绝不仅仅
是缩小贸易逆差，而是要在更广泛领域遏制中国。早
在2015年，美国《国家利益》就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
就叫《醒醒吧美国，中国必须被遏制》。细数美国加征
关税的清单，条条针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处处针
对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
尼迪坦言，白宫宣布新的关税政策，“反映出美国存在
的巨大焦虑”。

这种“巨大焦虑”的背后，是美国要确保自己永远
不被超越的“绝对优势”。

其实，中国的发展，本不应引发美国如此“焦虑”。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顾
问史蒂夫·拉特纳的一篇文章，说道：中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GDP）仅为 9380 美元，而美国为 61690 美元，不到
美国的六分之一；且“仍有7亿中国人——约占中国人口
的一半——每天生活费仅为5.5美元或更低”。

然而，即便如此，在美国的一些战略家看来，中国的
发展已经变得“难以忍受”。执掌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
的彼得·纳瓦罗在《致命中国》一书中，曾详细列举“摧毁
美国工作机会的八种武器”，并称中国“快速变成全球最
厉害的刺客”，将矛头直指中国。而这本书被视为“白宫
处理对华关系的指南手册”。

有人说得好，站在中国的立场，中国要求发展是再
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中国正在一
步一步地成为美国最强劲的对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
府学院原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说得更是直白：只要中

国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就将继续挑战美国
在各个层面的统治。这恐怕才是挑起贸易战的真实意
图，那就是堵死中国在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向上攀升的
机会，打掉中国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为了确保自己
遥遥领先的“绝对优势”，不惜打压13亿多中国人追求美
好生活的正当权利，这不是强权逻辑又是什么？又哪里
有一点“历史正义”？

二战以来，美国也曾遇到若干挫折，但从未失去过
霸权地位。它把自己搞垮苏联、打败日本都视为“天定
命运”，进而认定今天打压中国的发展，也是自身历史命
运的必然。然而，合作则共赢，对抗必双输，这是任何有
战略眼光和清醒头脑的人都会认同的客观事实，也是一
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那种“自己好处通
吃，别人只能完败”的零和思维，那种“身体已进入21世
纪，而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的陈旧战略，既不可能让美
国重建“单极世界”，更不可能阻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进程。不要忘记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警告：如果美
国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他们就会变成敌人。

我们也要看到，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一直都存在阻
力，作为一个商业社会，中美经贸合作对美国商界及他
们联系的美国生产和消费链有着巨大利益，这些利益会
冲击美国一些精英设计的对华激进战略，为中美关系提
供不被那些精英彻底绑架的可能性。这也是两国热爱
和平及理性力量维护中美关系平稳的努力空间。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
一个繁荣的美国对中国也有利。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
反复强调，“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
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无意改
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
阻止中国的发展。不经风雨，何以见彩虹？我们深知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坚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任何人都不可
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0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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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8月12日无人机拍摄的全封闭输送带。
近日，位于浙江省长兴县内全长22公里的全封闭、纯电动“全电

物流”水泥熟料输送带完成前期分段空载调试工作，顺利进入全线带
料试运行阶段。该传送带项目投资约5亿元，是目前浙江省内最长的
输送带项目。项目正式投运后每天可减少2400辆车次的重型货车运
输，缓解当地道路运输压力、减少尾气排放。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浙江最长零排放浙江最长零排放““全电物全电物
流流””输送带开启试运行输送带开启试运行


